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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67_467456.htm 这也称为“教学反馈”

、“理答”等，这是指教师对学生学习活动的反应，通常告

诉学生所思、所答、所做的结果如何，告诉他们学习的正确

、充分、恰当的程度，给予评价，从而帮助他们调整、控制

后继的学习行为。假如教师问：“核动力发电的缺点有哪些

？”学生回答说：“有可能在发生事故时出现核辐射中毒。

”教师可以作出以下九种反应。a.不作评价。不管学生的回

答，继续组织教学和开始新的提问。b．误导。例：“核电站

是不可能发生核辐射的。”c.简单肯定。如：“很好。”d．

重复答案。如：“有可能出现核辐射中毒。”e.简单否定。

如：“回答不全面。”f.改正答案。如：“核电站很少出现事

故。”g．重复诱导。如：“XX，你认为缺点是什么？”h．

发展答案。如：“不过，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大吗？”i.让其他

同学作评价。如：“XX，你认为他这样说对吗？”学生是否

知悉学习的结果，这对后继的学习影响大。因为及时有效的

课堂反馈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同时，从教师的反应中学生

可以及时了解学习结果，纠正错误。不作评价，几乎没反应

（听见了等于没听），一般说来不可取。误导更不可取。而

重复答案，等于浪费课堂交流的时间。不少教师倾向于重复

学生的发言，这种倾向要纠正。简单否定、修改答案等，要

注意语气，不能变成当众批评、训斥，因为这样严重影响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伤害自尊心。简单肯定不仅仅是口头表扬

，还包括点头、露出笑容，把答案写在黑板上等。无论是肯



定还是否定，教师都要注意将自己的评价指向学生的应答行

为，而不是学生这样一个人。应该讲：“这是一个有趣的想

法”，“你的想法很好”，而不是说“好孩子”，“你是一

个聪明的孩子”，“你真行”。在后一种情况下，学生也许

会想：我要是没有想出答案，那我就是一个坏孩子，下次我

可不冒这个险。”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的求知欲望越来越

强烈，仅作简单的反馈，无法满足他们的求知需要。教师要

与学生一起对学生的答案作具体分析，对在哪儿，错在何处

，对不完善的地方给予适当的补充，提醒学生从更广阔的视

野看问题，对教学信息作更高水平的重组，这就需要更多地

作出延伸性反馈、发展性评价，发挥教师应有的角色作用。

课堂可以定义为学生可以出“错”的地方。儿童基于自己的

知识经验所作出的猜想、发现等等，必然带有自身的特点，

融进了自己的价值感情。这在成人看来，也许是幼稚可笑的

、不可取的，是错误的，但常常是他所到达问题最终的正确

解决必不可少的。教师要善于从儿童的认知起点出发理解他

们，从而尊重、接纳他们的想法、做法，并从儿童的“错误

”中分析了解他们思维的线索，努力刚造一个心理安全的学

习环境，而不是用既定的想法、做法，用成队固定不变的标

准答案生硬地套住学生的思路，迫使学生的答案“入格”、

“入轨”，说出教师或教材上的标准答案。后者绝不是对话

者应有的态度。例如，在一堂小学低年级课上，一位老师所

创设的问题情境是：孩子们在卖气球，总共有15个气球，卖

掉9个，还有几个？同学们一共想出5种不同的方法。显然，

在成人看来，有些方法在“4和5中间绕了一个圈，太麻烦。

”此时教师并没有问学生哪种方法好，更没有告诉学生哪种



方法最好，而是问学生：“这些方法中，你喜欢哪一种方法

？为什么？”孩子们说出种种理由，有的让人高兴，有的让

人吃惊，让人发笑，对此，教师统统是微笑、点头、嘉许。

其教学着眼点在于让孩子真正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思考，建

立学习的信心，兴致勃勃地学习数学。《课堂教学临床指导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问 www.100test.com 


